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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摘#要#储安平在抗战期间曾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"前后时间长达 G 年半之久$ 对于他的这段经历"学界所知甚

少"细节就更无从谈起了$ 根据新发现的四封廖世承院长给储安平的电文和 !CGJ 年 G#J 月间储安平与校方往还的两封书

信"可将储安平任教国师的时间圈定在 !CG& 年 !! 月至 !CGJ 年 G 月之间"而他出任桂林)力报*主笔则在 !CGG 年寒假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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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储安平!!C&C i!C''"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自由

主义知识分子和政论家( 他自 !CG& 年 !! 月至

!CGJ 年 G 月期间#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

!当时该校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办学#而抗战后期

则迁往湘西溆浦县#以下简称国师"#其妻新文学作

家端木露西女士则在国师附中担任英文教员(

!CG$ 年春#夫妻俩在蓝田合办了一家集出版和销售

为一体的书店#取名袖珍书店&是年寒假#储安平还

曾只身前往广西出任桂林)力报*主笔( 对于这段

史实#学界所知甚少#难免语焉不详#即使在谢泳先

生的专著)储安平与5观察6*中#也只有短短的一

页内容#缺略太甚(

-!.王雨霖先生)储安平在国立师

范学院*一文#虽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#有

理有据#考释精详#但令人遗憾的是#不少涉及储安

平生平行迹的细节#由于文献证据不足#依然不清

不楚( 笔者最近有幸在湖南省档案馆+国立师范学

院档案,中#见到了 G 封当年国师廖世承院长发给

储安平的电文!)本院催促聘请教员到职电文*档

案号 '! H! H%&"#和 % 封储安平与院方往还的信函

!)本院职员个人材料与任职延聘等函*档案号 '!

H! H!^"#足以破解诸多疑问( 故将新发现的材料

录出#并略加考述#以供研究者参考之用(

##一#储安平应聘国师的经过

第一封电文发于 !CG& 年 C 月 %' 日#由湖南蓝

田国师廖世承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 % 号储安

平%+请兄任)政治概论*及)中国政府*课程#聘书

航寄#务盼早临(,

第二封电文发于 !CG& 年 !& 月 C 日#由廖世承

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 % 号储安平%+兄任课

!&!

!

收稿日期! %&!% H&G H%&

作者简介! 傅宏星!!C"& H"#男#新疆石河子人#湖南科技学院讲师#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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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旧(,

第三封电文发于 !CG& 年 !& 月 %G 日#由廖世

承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 % 号储安平%+开课在

即#请示行期(,

以上三封电文#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%!!"

聘书已于 C 月 %' 日用航空信件寄出&!%"教授两门

课程#分别为+政治概论,和+中国政府,&!$"关于

授课内容#储安平与校方曾有过磋商&!G"截止 !&

月 %G 日#储安平一家尚未动身赴任#亦未告知校方

具体行程计划(

通过相关资料可知#储安平应聘的职位应该是

国师公民训育学系!简称公训系"教授( 王雨霖先

生指出%!CG& 年 !& 月 %! 日出版的)国立师范学院

旬刊*!简称)旬刊*"第 %$ 期+本学年各系新聘教

员,名单里就有储安平(

-%.这说明在第一封电文发

出前后#储安平就已经回电应聘了#所以)旬刊*才

可能正式发布消息( 至于储安平准确到校的时间#

目前只能靠推测( !CG& 年 !% 月 ! 日第 %" 期)旬

刊*记录了公训学会于 !! 月 !^ 日举行仪式#欢迎

新增教授陈定谟!!^^C i!C'!"'储安平'朱有骔

!!C!! i!CC""三先生( 这则消息表明#储安平一家

已于 !! 月 !^ 日前到校#但哪天到的#仍没有明说(

一般而言#从重庆到湖南#不管陆路还是水路#花去

十天半月的路程都很正常( 飞机虽然便捷#但在 !&

月 %G 日行程仍未确定的情况下#储安平拖家带口#

不太可能在 !! 月 ! 日前赶到学校( 所以#我还是

倾向于储安平 !! 月到校的判断(

关于储安平的课程安排#同样可以从第一封电

文中得到印证( 据 !CG& 年 !% 月 ! 日第二十七期

)旬刊*载袁哲!!C&' i!C"G" )本院公民训育学系

选修科目分组意见书*#公训系课程分 G 类%!!"普

通基本科目%党义'国文'外国文'经济学'社会学'

生物学'哲学概论'本国文化史'西洋文化史&!%"教

育基本科目%教育心理'教育概论'中等教育'普通

教学法&!$"分系专门科目%政治学'法学通论'伦理

学'总理学说'中国政府'中国政治及伦理思想史'

社会心理学'青年心理'心理卫生'公民教育'训育

原理与实施'教育哲学'民权行使与实习'学校卫生

与体育'升学及就业指导'毕业论文&!G"专业训练

科目%公民科教材及教法研究'教学实习( 储安平

任教的是+政治学,和+中国政府,#各 ' 学分( 系

主任是袁哲#!CG% 年 % 月后则改由谢扶雅!!^C% i

!CC!"担任(

-%.

此外#储安平与妻子端木露西已经有了 $ 个孩

子#这番来湘任教#极可能是举家搬迁( 因为没过

多久#端木露西就在国师附中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

位#教授英语( 端木露西在国师附中教职员题名录

中出现过两次%第一次出现在英文教员名单中#任

期是 !CG! 年 % 月至 !CGJ 年 ^ 月&第二次出现在职

员名单中#任期是 !CGG 年 ^ 月至 !CGJ 年 ^ 月#岗位

不详( 可见她 !CG! 年 % 月到岗#!CGG 年开始可能

兼任了一点别的什么行政工作(

##二#担任桂林+力报,主笔

关于储安平出任桂林)力报*主笔的经历#目前

所能知道的材料同样不是很多#误解更甚( 比如刘

业伟)民主报人储安平研究*一文中如此介绍储安

平%+!C$^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#回国后

先后担任)中央日报*撰述编辑'复旦大学教授'中

央政治学校研究员( !CG& 年在桂林)力报*任主

笔#!CGJ 年在湖南)中国晨报*任主笔(,

-$.不仅时

间上错误得离奇#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储安平还有

过在蓝田国师任教的经历( 而报界前辈冯英子先

生的回忆文章#恐怕是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资料

吧#但片言只字#索解非易( 他在)力报十年*一文

中写道%+!桂林)力报*"张稚琴自己担任总经理#

总编辑开头由欧阳敏讷担任#欧阳走后#由我接替&

我走之后#又由欧阳来担任( 主笔先后有刘虚'沈

光曾'邵荃麟'杨承芳'宋云彬'储安平等(,

-G.

谈到桂林)力报*#不能不先说一下这家报纸的

老板张稚琴先生( 张稚琴是安徽无为人#青年时就

读于上海光华大学#后来在南京财政部作过科长#

抗日初期任湖南保安司令部的主任秘书( 在张治

中的资助下#去广西桂林办了份)力报*( !CG$ 年

初冬#当时的总编辑是冯英子#但他应范长江之邀#

要前往江西吉安去作)前方日报*的总编辑( 于是

欧阳敏讷接任总编辑#可主笔宋云彬此时却因故离

开了桂林)力报*( 报纸不能没有主笔#于是#张稚

琴就想到了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窗储安平( 储当时

正好临近寒假#极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前往桂林#

算是给张稚琴的报纸救急(

那储安平何时去的桂林呢2 根据资料显示#

!CG$ 年春#储安平与妻子端木露西女士曾开办了一

家集出版和销售为一体的书店#名叫袖珍书店( 他

俩不仅编书'印书和卖书#还要组织名为+注册读

者,的读书会#真是忙得不亦乐乎( 而创办这个书

店的重大举措之一#就是策划了一套+袖珍综合文

库,( 文库分两辑出版#每编 J 册图书#储安平任主

编( 目前所知#已出+袖珍综合文库,共计 !& 种%第

! 辑推出 J 种#分别为陈之迈)最近五十年之中国

%&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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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*!论文"#钱基博)近百年湖南学风* !前集"#

吴稚晖)四十年前之小故事*#谢贻徵)纵横谈欧

洲*#端木露西)海外小笺* !书信"&第 % 辑推出 J

种#分别为%钱基博)近百年湖南学风* !后集"#储

安平)英人0法人0西班牙人*!论文"#袁昌英)生

死0友谊* !散文"#高璧)斯巴达的男儿* !短篇小

说"#张文昌)旅美散记* !随笔"( 没料到+袖珍综

合文库,一经推出#销路极佳( 比如端木露西的)海

外小笺*!书信集"一书#!CG$ 年 ' 月第 ! 版刚刚发

行#" 月第 % 版就紧接着印刷了#可见这套丛书受欢

迎的程度( 尤其当第 % 辑 J 册于 !CG$ 年 !& 月出版

时#作为主编的储安平#根本无法脱身( 所以#我推

测储安平只能在 !& 月之后#即寒假开始后前往桂

林( 而准确的日期#恐怕只能留待异日查阅桂林

)力报*求证了(

第四封电文发于 !CGG 年 % 月 %G 日#由廖世承

院长电桂林)力报*社转储安平%+丑皓!% 月 !C 日"

上课#盼即来(,

由此可知#储安平在桂林)力报*工作到了国师

新学期开学仍未返校#所以才有廖世承院长的这封

催促电文( 接到院长的电文后#储安平只好匆匆结

束在桂林的工作( 当他兴冲冲赶回学校时#长衡会

战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(

!CGG 年 G 月 %J 日)国力月刊*第 G 卷第 G 期转

载了桂林)力报*上储安平的一篇文章#即)我对于

苏联修宪案的看法*( 编者复加按语曰%+本年二月

一日#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#向苏

维埃最高会议建议修改苏联宪法#使苏维埃十六联

邦之每一邦均有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并缔结条约

之权#各邦并有权征募红军#建立本身独立之军队(

此项新闻自莫斯科发布后#全球人士惊讶不已( 对

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之用意纷加推测( 国立师范

学院公训系教授储安平先生适在桂林#因为某报撰

写)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*一文#连刊三日( 查

国内报纸对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#当无一报能详为

论解有如储氏此文之精深独到者#而关于改组红

军#俾予各邦建军权一节#中外评论#更少提及( 储

氏此文在桂发表后#大受各方注目#凡注意苏联问

题以及研究宪法人士#无不将此文剪下#珍藏参考(

本刊承储教授面允转载#无任荣感#望读者细心研

究#幸勿漠然视之也(,

-J.既然是承作者+面允,而

+转载,此文#也说明 !CGG 年 G 月储安平已经返回

学校授课了(

随着日军日渐逼近湘中#蓝田告急#一时人心

惶惶#政府机关'报社和学校则纷纷撤离或关停(

教师无法安心施教#学生无法安心读书#国师于是

也计议西迁湘西溆浦( ^ 月中旬#国师迁校诸事均

按计划进行( 我们虽然不知道储安平一家是何时

动身的#但是随校搬迁#应是不争的事实(

对于此次国师西迁#储安平)英国采风录*自序

有如下记载%+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

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( 在这几个月中#他及

他数以百计的同事#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

的伙食琐事之上#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( 然

而在那种混乱'困顿'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#有时

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#以维持一个人生

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( 著者因于离乱之中#

每日仍舒卷濡笔#稍事记述&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

迁粗绪勉可复课时#他虽随作随辍#亦终写成了十

章(,

-'.颠沛流离之中#吃饱肚子无疑是储安平面临

的头等大事( 他的心情虽因战局兵势的动荡而起

伏不定#可仍不忘著述( 其自序反映出他的书生本

色#文字虽多描写个人感受#但与大的历史背景实

无二致(

##三#离开国师的前前后后

!CG' 年 % 月#储安平的专著)英国采风录*由

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( 该书自序署+!CGJ 年 G 月

!& 日于国立师范学院,( 若从时间上分析#这篇序

文恐怕是储安平在国师执教生涯中最后留下的文

字了( 储安平在国师任教期间发表的文章至少有 ^

篇#而写作完成的著作则有 ' 部#可谓成果丰硕(

就笔者所知#著作分别是%)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

责比较*!!CG$ 年#国立师范学院#湖南蓝田"&)英

人0法人0西班牙人* !!CG$ 年 !& 月#袖珍书店#

湖南蓝田"&)自由'平等'权利与义务*!!CG$ 年 !&

月#袖珍书店#湖南蓝田"&)英国与印度* !!CG$ 年

' 月#科学书店#桂林"&)英国采风录* !!CG' 年 %

月#商务印书馆#重庆"&)英人0法人0中国人*

!!CG^ 年 G 月#上海观察社#上海"( 大约就在储安

平完成)英国采风录*序言前后#湘西会战已经开

始#日军进军迅速#前锋已抵溆浦县境( 风声鹤唳#

国师师生遂于 !CGJ 年 G 月中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

的紧急疏散( 许多教师因此而离开了国师#再未涉

足湖南这片抗战的热土(

!CGJ 年 G 月 %G 日#储安平自辰溪给国师同事

赵敏学和胡荣魁!字梅轩"去信#报告溆浦到辰溪沿

途的交通状况和他个人的行止( 当时#廖院长去重

庆开会未归#离校期间请赵敏学代理院务#胡荣魁

则任学院秘书主任( 原函内容如下%

$&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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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学#梅轩两兄大鉴(

弟于二十日下午乘美国汽车抵大江口"宿中心

小学"校友陈炯华君在该校执教"故诸多便利"在大

江口休息一天"二十二日乘船抵辰"大水时船行四

小时即达"水小时一天必到$ 船费约五.六/万七

.八/百不定"辰溪尚安靖"由辰溪赴沅陵轮船.七

八万/#汽车.一千二万/均有"民船更多"大概每日

均有"一切不若在溆所传种种之甚"弟在此休息数

日"拟即赴沅小住"最近数日溆浦情形不知若何-

院长不知已返溆未- 均甚念念$ 弟之临时通讯处

为(沅陵龙头井十八号李宅$ 余容续陈"癩请

大安0

弟储安平启

四B廿四

从这封信中#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储安平脱离

国师的准确日期#即 !CGJ 年 G 月 %& 日离开溆浦#G

月 %% 日到达辰溪#竟然与冯英子)回忆储安平先

生*一文中储安平来)中国晨报*的日期惊人地吻

合( 因此#冯英子先生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(

冯英子先生回忆说%+那时安平在蓝田师院教

书#李!宗理"通过关系#把储重金礼聘来)中国晨

报*作主笔( 到我们在辰溪出版的时候#储果然应

聘来了( 他是宜兴人#储南强的侄子#皮肤白皙#长

身玉立#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的腔调#尔雅之

至( 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#身边带着一个三

四岁大的孩子( )中国晨报*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#

而营业部则在辰溪的街上#从铜湾溪去辰溪#隔着

一条辰水#辰水上没有桥#靠小划子摆渡#上坡下

坡#上船下船#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#父亲而兼母

亲#生活非常艰苦( 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#帮他背

背孩子#他总含笑谢绝( 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

气#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

傲气(,

-".

文中谈到+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,#涉及广受

争议的储安平与端木露西之间的+离婚悬案,#亦是

储安平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( 可惜的是#离婚双

方都没能留下有关共同生活及离异后的回忆录式

的文本#后者虽长寿#但也终生保持缄默#因而为误

解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( 笔者认为俩人的离婚

无法深究#也不必刨根问底( 其实#生活中的有些

事情#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#作为旁人#毕竟

插不上嘴&况且#婚姻问题也只能是当事人双方自

己能了解(

!CGJ 年 J 月 ! 日#赵'胡二人复函沅陵龙头井

十八号李寓询交储安平#告知院况( 复函原文

如下%

安平吾兄道右(

手教奉悉"院方已于上月三十日复课"同时向

辰溪#浦市疏散员生行李"并已在大江口设转运站"

务希驾勿远离"俾易联系$ 茂公一星期内当可返

院"并告$ 匆颂

旅绥

弟赵敏学#胡荣魁拜启

复信中赵'胡二人代表校方向储安平深致挽留

之意#文简义深( 或许#之前储安平已与廖世承院

长有过约定#故而他应聘)中国晨报*主笔#前后盘

桓 $ 月有余#未尝不含有静观其变之意( 只是后来

国师发生+复员风波,#即国师在战后是移教首都南

京还是留在湖南办学与教育部发生意见分歧#最终

使储安平与国师因缘断绝#永无牵手之机了( 估计

正是在这个期间#端木露西携长子'次子和女儿前

往重庆扶轮中学任教#而留下储安平带着幼子储望

华在辰溪另起炉灶( 大约在 !CGJ 年 C 月左右#储

安平也转道重庆#出任老友张稚琴创办的)客观*杂

志主编#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精彩的论政

时期(

综上所述#把储安平任教国师的时间圈定在

!CG& 年 !! 月至 !CGJ 年 G 月之间#应该是确定无疑

的( 另外#他出任桂林)力报*主笔的起止时限#目

前虽无直接证据予以说明#但基本上可以范围在

!CGG 年寒假#也是言之成理#较为谨慎的判断( 所

以#这 G 封电文和 % 封信件#对研究储安平生平以

及当时的湖南战局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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